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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
Omicron由國泰機組人
員，以及一名疑在檢疫
酒店染疫的43歲巴基
斯坦裔女子帶入社區，

引爆香港的第五
波新冠肺炎疫情

2022年4月
‧政府推出「眾志成城 團結抗疫」行
動，籲香港市民4月8日起一連3
天每日快測及呈報陽性個案

‧學校復活節後復課，師生須每日
上學前進行快測

‧4月21日起堂食延至晚上10
時，每枱人數由兩人放寬至4
人，多個表列處所重開

2022年7月
抵港人士在酒店
檢疫時第3天多
一次核酸檢測

2022年8月
‧抵港人士強制檢疫及
醫學監察改為「3+4」
模式

‧「疫苗通行證」加入
「紅碼」及「黃碼」

2022年9月
‧海外或台灣地區抵港人
士入境檢疫安排改為
「0+3」，無須強制檢
疫，3天醫學監察期間
仍受「黃碼」限制

‧撤銷香港居民須完成疫
苗接種才能登機返港

2022年10月
‧食肆每枱人數上限放寬至
12人；酒吧及夜店每枱放寬
至6人；宴會人數上限增至
240人；餐飲處所、酒吧、
夜店等可現場表演和跳舞

‧公眾地方限聚人數放寬至
12人

2022年11月
撤銷海外或台灣地
區抵港人士到港第
四天及第六天核酸
檢測要求，抵港後
每天快測至第七天
為止

2022年12月
‧取消密切接觸者隔離檢疫要求，改發健康措施建議
‧抵港當日或之後無須核酸檢測，改為抵港當天到
第五天自行快測。所有赴港者登機或抵港前24小時
內進行快測或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
‧撤銷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要求與「疫苗通行
證」；撤銷公眾地方「限聚令」；取消餐飲業處所
和其他表列處所營運限制和規定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中央同意逐步有序恢

復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有關
方案估計可在1月中前落實

香港第五波
疫情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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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
‧食肆最多8人一枱，重開
泳池、泳灘等

‧堂食延至晚上 11時 59
分；酒吧酒館及部分表列
處所重開，實施第三階段
「疫苗通行證」，進入指定
處所須已打三針疫苗

2022年1月
‧取消大型活動或非必要
聚會、食肆晚上6時後
禁堂食、關閉酒吧酒館
並暫停本地遊和公海遊

‧香港小學、幼稚園暨幼
兒中心暫停面授課堂及
所有活動

2022年6月
顧客進入酒吧及
夜店前須出示24
小時內快測陰性
結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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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業打工仔熬過「市道寒夜」迎復甦晨曦籲重振信心

捱過「酒吧業海嘯」
部署再築「不夜城」

失業轉做「兩餸飯」信未來長做長有

旅業迎曙光 喜若「火鳳凰」
酒吧
老闆

資深
導遊

經營
外賣

◆王家雄疫情下一度轉行，今年終可重返其喜愛的旅遊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錢雋永直言經歷最黑暗時刻，是時候重建
夜生活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若要為2022年找一個關鍵詞，「新冠肺炎」「Omicron」一定入圍，其

次就是「復常」。過去一年，香港的防疫抗疫措施穩步有序地放寬，由去

年初食肆一度限制每枱最多兩人，到逐步取消人數上限；入境酒店檢疫日

數一度長達21天，到目前連掃描「安心出行」的要求也取消了。在這條

得來不易的復常路上，旅遊、飲食以及酒吧業體會最深，每次「加辣」，

有人咬着牙關熬過去，有人轉危為機撐到行業的春天來臨。黎明前的黑夜

最是黑暗，現在他們已見到晨曦漸露，有重回崗位的導遊興奮地說：「好

像火鳳凰一樣，感到是浴火重生！」有酒吧老闆感慨說：「疫症像一場海

嘯，摧毀一切，我們要努力『重建家園』！」通過親身經歷，他們寄語港

人來年積極重建信心、讓香港再展光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任職導遊33年的王家雄自
言是見過風浪的從業員，非
典、金融風暴……難不到
他，但持續約三年的新冠疫
情確實是一場磨難，飽歷疫

情洗禮，他學會「能屈能伸」，失業期間一度轉
行當散工、保安，及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工作，
生活省得就省。等了又等，終等到行業復甦。回
巢後，每個帶團機會都不是理所當然，他珍而重
之地把握每個出團機會，讓團友盡興而返。對可
以重返喜愛的旅遊業，他形容道：「好像火鳳凰
一樣，感到是浴火重生！」
現年53歲的王家雄能操流利日語，於1989年加

入導遊行列，見盡不少風風雨雨，「2003年非典
襲港，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金融風暴，但無人想
到今次的新冠疫情，是最嚴重的一次！」
2020年3月日本封關，香港特區政府亦禁止非
香港居民入境和要求外地回港人士強制檢疫14
天，令出境旅行團停頓，「當時想到之前已經歷
過非典，以為只是停頓3個月，當作休息，以為
只要再多三個月就過去……」可惜，三個月又三
個月，如是者3年來都處於無工開的狀態，幸特
區政府一直透過「防疫抗疫基金」推出「旅遊業
支援計劃」，讓業界「吊住鹽水」。
旅遊業長時間處於「冰封」狀態，王家雄效力

的旅行社最終在2021年3月無奈遣散大部分員
工，「公司對員工好有良心，用之前最多收入的
月份去計算遣散補償。」
王家雄家累不輕，兩名女兒分別就讀大學及中

學，仍未分擔家庭經濟，但他早年已投身工作，
故薄有積蓄，「雖然有壓力，但自己沒有不良嗜

好，有積蓄，亦已無須再供樓，太太又有秘書工
作，只需她出小部分開支如買菜等，大開支就用
我的積蓄負擔，當然會節儉一些，減少外出吃
飯，衣物破損便自己縫好。」

炒散 參與抗疫 等待復甦
離開醉心的旅遊業後，他不忘增值自己，包括

參加僱員再培訓局以至工聯會的課程，學泰文和
烹飪，並「炒散」（打零工）做過不同工作，
「做過一個月售貨員，又做過保安替工，以及日
式居酒屋等，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則在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工作。」他表示，同行大部分也
會從事與防疫相關的工作，「好多謝政府請我
們，從事旅遊業有接待等的經驗，亦有優勢。」
在政府補貼下，旅遊從業員熬過行業最寒的嚴

冬，迎來春日曙光。今年6月，日本開始開關，
先容許旅行團入境，王家雄馬上重歸原來的旅行
社帶團，6月22日帶首個解封後到日本的旅行
團，「當時公司問我是否可以帶該團，我便向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請假，當時仍未敢貿然辭職，到
10月才正式回巢。」
他帶領的首團只有7名團友，但他將團友視如

上賓，讓大家重拾久違的旅遊樂趣和滋味，「他
們（團員）本想到日本自由行，但當時日本只准
旅行團入境。為了去旅遊，他們不惜回程返港時
接受隔離檢疫，我更要他們玩得盡興而歸，令他
們覺得『坐疫監』也是值得。」
隨着特區政府之後逐步放寬檢疫措施，旅遊業

巿道向好，「現時有不少人查詢及報團，每團人
數亦由最初幾個加到現在20多個。」他日前就帶
團到北海道後剛返港，而該團就有20多名團友。

「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場海嘯，摧毀了很
多東西，令酒吧人手流失，更改變了巿民的
生活習慣。」入行廿載的錢雋永在新冠肺炎
疫情最嚴峻時，40間分店悉數暫停營業，
「不能開門做生意但要交租和養夥計，壓力
好大。」病毒與人類的戰事，從來都是一場
持久戰，必須要將消耗減至最低，保持實力
靜待再生的機會，故他與員工一同減薪及節
衣縮食。3年間，他與其他酒吧業一樣斷斷
續續停業或提早打烊400天，終迎來特區政
府明確表示「復常」是「不走回頭路」，
「終於鬆一口氣！」放在眼前另一課題是，
海嘯式破壞後，需要重建信心、重建香港的
不夜天。
現年44歲的錢雋永於20年前入行，「最
初在Bar City（酒城）幫老闆打雜，未夠兩
年老闆開新酒吧找我做合夥人，投資了數十
萬元（港元，下同）正式做老闆。」甫入
行，他就遇上了2003年「非典」惡浪，
「當時的疫情令好多人不敢出街，生意好
差、少了一半，但（酒吧）仍可以開門營
業，且受影響情況只維持3個月。今次新冠
疫情才是我經歷過的最大風浪，是最黑暗的
時刻。」

老闆員工一同減薪減消費
「每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最先要停業

是酒吧，最後重開的亦是酒吧。我們前後有
多達400天是要提早打烊或處完全關閉的狀
況，今年第五波疫情停業時間最長，不是沒
有客人，而是想做生意也不能做，很多酒吧
老闆虧到入肉。」

以他的酒吧集團為例，在各區共有40間
分店，停業期間仍要支付租金和維持員工生
計，「幸好政府防疫抗疫基金有津貼，每次
停業也靠基金補貼交租和出糧，但有關金額
並不足夠完全彌補開支，夥計只能出半
糧。」他坦言，自己亦同樣收入減半，「無
辦法，公司面對困難，亦只能支半薪，以往
想花錢可隨便花，疫情下也不敢購物。」新
冠肺炎疫情持續約三年，他的酒吧已有不少
人才流失，「員工薪水少了，只有一萬元根
本不夠花費，他們住屋租金都要8,000元，
有些要養子女及父母，所以唯有轉行，最多
改做運輸、保安等行業。」

信復常後會多了人見工
過去一年疫情嚴峻，但現在已迎來曙

光，「政府講明不走回頭路，不似以往
（酒吧） 關完又開，開了又關，所以鬆一
口氣，覺得已捱過最壞時刻。」他直言酒
吧業復常需時，期望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
通關後，內地旅客重臨，生意才能真正復
常，「好似商業區的酒吧，有三成顧客是
訪港旅客。同時，業界還面對有很多業內
員工已轉行，因為缺乏信心而不會重返酒
吧業。之前招聘人手已遇到困難，現在政
府不斷放寬防疫措施，我覺得要社會真的
復常後才會多了人見工。」
展望未來，錢雋永認為，當務之急是要重

建市場，重建員工的信心，以及重建香港的
不夜天，「疫情持續太久，不少市民已沒有
夜生活，希望重塑香港夜生活文化，重新吸
引客人到酒吧消費。」

「辛苦不要緊，有工
開已很開心！」對曾因
疫情瀕臨手停口停的李

建芳而言，有工開是最高興不過的事。她所任
職的茶餐廳在疫下易主，但危與機有時是一念
之間：她的朋友瞄準堂食防疫措施多，反觀外
賣不受影響，遂轉型做「幾餸（菜）飯」並邀
得李建芳「打骰」（掌權）。李建芳表示，即
使社會復常，「幾餸飯」省時省工仍是市民
「醫肚」之選，故自己對前景充滿信心。
來自江西的李建芳，父親在當地經營餐廳，自
小就接觸餐飲業，12年前移居香港後在飲食集團
旗下酒樓任職，後來胞姊在太子經營茶餐廳，她
即跳槽到茶餐廳幫手。不過，新冠疫情下的社交
距離措施，令茶餐廳最終因虧損而轉讓，李建芳
瀕臨失業，從事裝修業的丈夫也一度開工不足，
家庭開支卻不減，所住居屋每月供款7,000多
元（港元，下同），還要繳付水電費等雜費，而
就讀中六的兒子日後上大學也要不少費用，「所
以我一定要工作，幫補家計，互相扶持。」

為生計操心之際，李建芳胞姊有一名朋友看
中疫下的外賣商機，於兩年前在土瓜灣物色店
舖售賣兩三餸飯，並邀請李建芳打理。她表
示，疫情嚴峻時不少酒樓結業，「一些酒樓舊
同事轉行做保安，一些則去方艙醫院做保安及

清潔，人工高但不長久。」但幾餸飯大行其
道，成為逆市奇葩，令不少同業轉型。
她坦言，並非所有人也適合這行業，「兩餸飯其

實難請人，無人做，覺得辛苦，有些做一日就走，
嫌時薪六七十元人工低，盛菜盛到手痛，倒飯倒湯
亦好重，以往不是做飲食業的會不習慣。」

捱慣飲食業「有工開已很開心」
李建芳打理的店舖吸引不少顧客，最大賣點
是海鮮選擇多，「老闆的父親開魚檔，所以有
多些海鮮選擇，除了有白鱔，還有斑球腩、䱽
魚、斑仔，間中有星斑，包括冰鮮的東星
斑。」她更建立群組與熟客聯繫，保持客源。
香港社會正邁向復常，她認為巿道好轉後幾

餸飯亦不會式微，「就如家常便飯，住家飯是
不會厭的，好多客也說現在晚上已不煮飯，又
要買餸又要洗菜，食完又要洗碗，買一個兩三
餸飯，幾十元搞掂，省好多功夫時間。」
總結過去一年和展望未來，李建芳說：「覺得

好開心，辛苦不要緊，有工開已經很開心！」

◆李建芳指疫情下「兩餸飯」吸引不少顧
客，亦令員工能繼續從事餐飲業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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